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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舟楫载着热情，
在时光的长河里，演绎着夏
日的故事。听荷塘月色里
蛙声一片，池塘边榕树上
蝉鸣阵阵，看金色麦浪在
田野里翻滚，林间草木繁
茂葳蕤。

盛夏时分，漫步在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的花园式厂
区，俯拾皆是绿意。前几日
那满树金黄的枇杷一团团，
一簇簇还在枝头唱着团结
就是力量，那酸甜爆汁的
美味还在唇齿间留香……
此刻，放眼望去，满树已是
墨绿的底色。石榴树万叶
铺绿，千枝点点红，它迎着
风、追着光，昂首挺胸，像

一个个小喇叭吹着安全的号角，时刻警醒着路过的
人们，炎炎夏季，防暑降温，还要多关照那不分昼夜，
连续运转的设备。

南北走向的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栾树，四季常青，
不畏严寒酷暑，叠加着沧桑的年轮，已是枝繁叶
茂。舒展的枝条努力向两边延伸，相互缠绵，形成
一条浓密的林荫道。为路过的人们遮挡夏日的炎
热。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洒下缕缕光影，看到丁
达尔效应投射出光的形状，美与惊喜都令人猝不及
防，直抵心腹。

东西走向的道路两旁，女贞树以骄傲的姿态站
立，它枝叶清秀，叶片嫩绿，在夏日尤为美观，满树白
花绽放枝头，绿白相映，清新淡雅，惹得低矮的冬青
仰头努力欣赏；到了秋天，蓝黑色的果实串串挂满
树，十分宜人；冬季依然傲然挺立，坚韧不拔。它们
守护着身下一片娇小可爱的紫花地丁，给这片土地
平添几分色调。

当人们走出热浪滚滚的机房，擦拭额头的汗珠
时，夏风吹拂，流动的金光在树尖沙沙作响，仿佛向
路人致敬，无声胜有声，和着悦耳的鸟鸣，弹奏着一
曲清脆的夏日欢歌。

人们嘴角上扬，听懂了树的心声，露出月牙般的
微笑。此时，工作仍然在继续，一路探讨，一路研
究。转角，又是一条林荫道。它们一站便是永恒，默
默为辛苦工作的人们送去一片阴凉。

继续前行，娇艳的月季开得正芬芳，让人忍不住
想要摘一朵，放在心中，永不凋零。连翘的黄，桃花
的红，樱花的粉，玉兰的白，仿佛开在昨日，时光在指
缝间悄然流淌。红肥绿瘦的春天，稍纵即逝，夏天迫
不及待地展示它的蓬勃生机，绿意盎然，更加让人流
连忘返。

夏日热情似火，让人无法抵挡，那就张开双臂拥
抱吧！不止热浪，还有这满树葱茏。那一刻，想以一
棵树的形象站立，或许喜欢它的伟岸身躯，它的浓郁
芬芳，更或是喜欢那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如果做不了大树，就做平凡的小草吧！岁月流
转，四季更迭，亦不改它青涩的容颜，终究绿茵茵连
成片。上下班路上，它们会与人们彼此默默注视，形
成一种情感共同体，满怀柔情，融入人们的生活。我
似乎听到小草说：“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
去。”它们是草木，亦是生命，它们饱含了艰辛与坎
坷，也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如火的骄阳摩挲着这片热土，树根在地下紧紧
相连，叶片在相互触摸，相依相偎。

世上流行两句截然不同的话语：一句是看景
不如听景，一句是百闻不如一见。前者表达了对
某些景观名不副实的失望，后者阐发的则是相见
恨晚的惊喜。

第一次走进商洛，我体验到的就是后一种
感受。

一说起商洛，脑海里立马联想到的就是古人
辞家去国、跨越秦岭的诗句，是贾平凹商州系列
小说中诸多的意象、坚韧且心有不甘的生活场
景。从“南登秦岭头，回望始堪愁”“梁州秦岭西，
栈道与云齐”“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
须”“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诸峰皆
青翠，秦岭独不开”之类的描述中，让人感觉这地
方在历史上与穷乡僻壤脱不开干系。

岂料，当汽车载着我们穿越数以十计的山间
隧道进入商洛地段之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望无
际由茂密森林覆盖的连绵群山，而群山怀抱的坝
子里更是一片山清水秀、满目苍翠的绿洲。这与
先前的想象完全不能吻合，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巨
大落差，瞬间令我目瞪口呆。

带着一脑门子的疑惑踏上商洛大地，心中充
满了渴望探究的百般好奇。尽管行程满满，仍然
见缝插针地翻阅随身携带的商洛情况简介小册，
以弥补相关地理知识的盲点。

几天下来，现场观摩加上书本学习，我对商
洛开始有了粗浅的感性认知，立刻对这块历史
文化悠久、自然风光秀丽、物质资源雄厚、后发
优势明显且发展潜力巨大的神奇土地产生了浓
厚兴趣。

秦岭作为横亘于祖国西部地区的一道天然
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商洛位于秦岭
东段南麓，因商山洛水而得名。战国时期，商鞅
分封于此，史称商於，汉朝始名商洛，虽历代称谓
稍有差异，但基本名号与建制大体沿用至今。最
能体现其源远流长历史和沧海桑田变迁的重要

佐证，就是遍布于当地城乡的数以千计的历史文
化遗存。像洛南旧石器的发掘、东龙山夏商周遗
址、元扈山仓颉授书处摩崖石刻、蓝关遗址、武关
遗址、商鞅封邑遗址、闯王寨遗址以及四皓墓、文
庙、丰阳塔、商州城垣、二郎庙、城隍庙、龙山双塔
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其中，我们所到的山阳漫
川古镇或许颇具代表性。

漫川古镇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金钱河
畔的水码头和蝎子老街的规模与气势，仍然能
够明确无误地彰显出当年商业繁盛的兴旺景
象。南北走向的老街依山傍水，卵石路面钤着
岁月印痕，琳琅满目的商号、店铺、饭馆、茶楼、
酒肆、旅店分列街道两旁，比肩接踵，店面清一
色木架板楼，檐下廊柱及板门多有木雕装饰，店
铺间以青砖封火墙相隔。原住民依街而居，或
独立成户，或前店后室，浑然一体，毫不违和，一
看就不是专门为旅游而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
一条活着的带有鲜明历史印记的古色古香的真
正老街。

老街中段有一宽阔广场，沿山体一侧，依次
坐落着由湖北商贾集资修建的武昌会馆和由陕、
晋、豫马帮共同出资建造的骡马会馆。骡马会馆
又分设马王庙和关帝庙，其并排而设、章法有致
的设计匠心，精确映衬出繁盛期各路商会和谐相
处、共同协调商帮事务的气派与格局，也隐约标
示着漫川作为商贸中心的特殊地位。广场沿河
一侧，建有比肩而立的鸳鸯戏楼，这是独特的联
璧式戏楼古建筑。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北戏楼归
属关帝庙，以唱秦腔为主；单檐歇山顶的南侧戏
楼归属马王庙，以唱汉剧为主。双台连唱，足见
当年文化之盛。

最具特殊意味的是，在武昌会馆和漫川关门
楼两侧，分别刻有两副对联：一则是“晨曦动木钟
木舌唤醒大雁塔，夕阳下渔舟渔歌唱醉黄鹤楼”；
一则是“秦风楚韵金戈铁马觅古道，襟江带湖百

业兴盛看雄关”。以大雁塔对仗黄鹤楼，又以秦
风楚韵作标榜，一语道出商洛文化的突出特征。
这从当地的花鼓、道情、大调和山歌等曲艺表演
中即可清晰分辨出来。

商洛的戏曲、曲艺大多曲调变换多样，唱腔
委婉缠绵，拖腔优雅飘逸，兼有秦腔、汉调、黄梅、
大鼓和江南丝竹的神韵，其南北荟萃的呈现方式
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秦风楚韵和“南腔北
调”的文化交融，无疑是先辈留给后人的珍贵文
化遗产。

鲜明地域特色不仅归之于历史的馈赠，更在
于现实的赋能与呈现。商洛全域皆处在秦岭腹
地，它将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方的划界标志和作为
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多水带与过渡
带以及南方水田与北方旱地分界线的特点，集
中、完备而又鲜明地体现出来。商洛境内山脉林
立、沟壑纵横，流泉飞瀑、河流密布，“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特殊地理特征，造就了它瑰丽多姿的自
然风光。复杂而独特的地质构造，既为地下成矿
提供了天赐之利，储量可观的稀有矿藏有待开
发；同时作为丹江发源地，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涵养了巨量的优质水源。

一路行走，我们高兴地看到，特色农业的规
划与布局正在成为商洛推进乡村振兴中最具发
展前景的支柱产业。

在柞水县金米村的木耳食用菌实验基地，成
片的大棚格外壮观，从棚顶到地面，密密麻麻地
悬挂着一串串的食用菌袋，它们排列成阵，整齐
有序，四周长满大小不一的新生木耳。这样的培
植方法过去少见，请教技术人员，他们解释，常规
食用菌栽培基本都在地面堆放，只能两头产菌，
而采用悬挂的方式培植，既利于通风透光，四周
产菌，又便于采摘，能够大大提升木耳的产量。
这里培植的木耳，既有常见的黑木耳，也有不大
常见的玉木耳，同时还有他们最新培育属于独家

产品的金木耳。
当日晚餐，大家纷纷要求品尝这个最新品

种。食后发现，金木耳完全不同于习惯中木耳的
爽脆，而是带有软糯顺滑、清香回甘的特别口感。

在商洛期间，我们还在丹凤赶上了一次以游
客为对象的红酒品鉴活动。原来商洛北纬 33度
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丹江河谷特有的地质、水
源和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葡萄很早就声名鹊
起。无论是丹凤葡萄果粉厚、糖分足、汁浆浓、
味甘美的特性，还是其上百年的酿酒历史，都在
业界颇负盛名。

这里生产的葡萄酒，色泽晶亮透明、红若宝
石，果香浓郁、酒体醇厚，爽而不滞、醇而不酽，单
宁丰富、回味绵久，在国内外各类评比中屡创佳
绩。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带动了葡萄种植规模
的大幅扩张。目前，各家都在努力打造集葡萄酒
酿造与储藏、文化展示、采摘观光、研学体验、餐
饮食宿与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发展前
景普遍看好。此外，还有茶叶、香菇、核桃、板栗、
魔芋等农副产品，均已展开规模化生产布局，作
为商洛的特色名产，已经成为各地民众争相订购
的网红品牌。

按事先计划，我们回程前准备登上牛背梁主
峰，俯瞰商洛的大好河山，无奈天公不作美，淅沥
细雨下个不停。大家只好沿着山间小道稍稍转
了一下，就在山脚下终南山寨的民俗客栈落脚小
歇。品着清香鲜爽的“商南泉茗”，聆听着飞瀑流
溪的浅吟低唱，不由暗自沉思：如果不是改革开
放历史大潮的强力推动，如果不是包茂高速打通
群山阻隔的300多条隧道，尤其是超过18公里的
终南山隧道，商洛的闭塞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
改观。

我们既然乐于看到曾经的历史机遇改变了
商洛，更愿祝福借助乡村振兴的春风化雨，把商
洛这方宝地再度变成更加充满希望的田野。

初 遇 商 洛初 遇 商 洛
□□云德云德

立夏那天，瓦窑堡下了一整天雨。烟雨蒙
蒙，雾气氤氲，雨水汇集而成小溪，在大街小巷
潺潺流淌。

雨中的古堡静谧祥和，漫步在湿漉漉的青
石板上，撑一把小伞，看着流水在两旁青砖灰
瓦的窑洞掩映下，经过脚下，流向远方。目光
所及，亭台楼榭，绿树成荫，碧水荡漾，烟波浩
渺，恍若来到了江南水乡。

瓦窑堡是陕北四大名堡之一，自古有“天
下名堡”之美称——“天下的堡，瓦窑堡”这一
说法流传古今。红军长征来到瓦窑堡后，召开
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更使瓦窑堡享誉华夏，
名扬中外。据记载：“瓦窑堡，元初建，因山为
堡”，至今有700多年历史。

柔情的雨，仿佛为古堡披上了一层薄薄
的轻纱，平添了几分宁静、素雅和神秘。在雨
色空蒙中，古堡的一砖一瓦、一景一物，时而
模糊，时而清晰，黑白交错在迷雾中，犹如一
幅清新淡雅、栩栩如生的水墨丹青。

漫步在古城街巷里，脚下的青石板历经数
百年岁月的磨洗而光滑清亮，在雨水浸润下，
仿佛在诉说着过往。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
步，踯躅而行，来到中山街，伫立于伟人毛泽东
住过的窑洞前。我仿佛听到有吟哦声从窑洞
里飘荡出来，仿佛看到一位长者端坐着沉思，
他的额头、面容上都长满智慧，五角星在煤油
灯下熠熠生辉。

望着矗立在院子里高大的毛泽东铜像，暮
然回首，但见细雨绵绵，黛青满院。随风而至
的，是一缕缕松脂的馨香。随风而去的，是夜
莺缠绵的心曲……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
陕北。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

力壮。
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

人喝。
围定亲人热炕上坐，知心的话儿飞出心

窝窝。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

发展。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

江山。
这歌声从天空隐隐传来，走在瓦窑堡的街

巷，条条街巷就像厚厚的书页一样依次翻过，

情节无限，古意盎然。岁月的雨，无遮无拦地
向我淋来，滴滴答答，如泣如诉，我的心灵也在
感受着地老天荒与古今沧桑。

秀延河河畔有条二道街，平时鲜有人来，
现在更冷清了。这条街上有包括毛泽东旧居、
周恩来旧居、张闻天旧居和瓦窑堡会议旧址在
内的许多革命旧址。二道街路面铺的是青灰
色的砖，加上街道两边青灰色的窑洞和围墙，
显得古色古香。我踱着步，不知不觉就来到瓦
窑堡会议旧址。

站在窑洞前，望着蒙蒙细雨，一生里从未
遇上的瓦窑堡的雨，美得让我诧异。

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近处的人家升起了
袅袅炊烟。仔细聆听雨落在窑顶上的滴答声，
如珍珠落盘，时急时缓，像是在演奏一首经典
的红色乐曲。

乘着美好的雨景，我迫不及待地去了子长
烈士陵园，瞻仰了谢子长花岗岩雕像，参观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题写的花岗岩石刻碑。
幽静无声的墓园，我获得的是庄严、肃穆和坦
荡，还有一些失落。

谢子长花岗岩雕像矗立在青青松柏中。
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生怕惊扰了逝者的安宁
和思绪。我默默凝视英雄刚毅、执著、英俊、潇
洒的面容，除了崇敬之外更有追思。是那些过

去了的故事吗？是逝者的英雄事迹吗？是墓
园中逝者身后那许许多多的评价、怀念和歌颂
吗？还是陵园的那烟雨，那令人永远难忘了的
烟雨？

望着高高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想着塔
身四周镌刻着的一千多位烈士的英名，我的心
沉痛不已。要知道，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大
多才 20岁左右。而更多的烈士却无名无姓，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他们的故事永远
流传在瓦窑堡的大街小巷。烟雨蒙蒙，我心
悠悠；看这今世，何其繁荣。

退耕还林以来，瓦窑堡的生态环境得到

很大改善，雨更是时不时就下。远眺烟波浩
渺、云雾缭绕，近观水波涟漪、流水潺潺。河
边的一木一楼，倒映在江面上，模糊又梦
幻。秀延河宛如一位沉稳的护卫，默默倾听
着古城的岁月沧桑，忠诚地守护着古城的历
史变迁。

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瓦窑堡焕发
了新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道路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秀延河上，5座橡胶坝如长藤结
瓜，拦截的河水形成了 5座碧波荡漾的湖泊，
瓦窑堡因之而充满了灵气和生机。瓦窑堡街
头门面一律青砖灰瓦，给人一种历史沧桑的感
觉，而一个个首饰店、时装店、化妆品店又极富
现代感。

每至夜晚，华灯初上，整座城流光溢彩，
绚丽夺目，美不胜收。宝塔、高楼和大桥上的
灯光似彩练环绕，争奇斗艳，令人犹如置身
蓬莱仙境。各处广场舞乐响起，人们在一曲
曲乐声中翩翩起舞。“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这是瓦窑堡
人的幸福。

“柳枝经雨重，松色带烟深”。所有的过
往已成为历史，所有的精彩纷呈都需要永不
停歇，才能永葆古堡的青春。在一次次“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号角中，在一次次脱胎换骨的
熔炼中，瓦窑堡人虎虎生风，神采飞扬。

烟雨古堡，诗意古城。雨依旧淅淅沥沥地
下着，古老的瓦窑堡笼罩在烟雨蒙蒙中。

我站在新桥上，望着秀延河那碧波荡漾的
河水，望着河两岸那绿意盎然的棵棵垂柳，望
着安定塔周围缭绕着的白雾，望着鳞次栉比的
高楼大厦，望着一个个打着五颜六色花伞的行
人，可谓“人在景中行，宛如画中游。”不似江
南，胜似江南。

□秦汉

烟雨瓦窑堡

只因工作节奏快，好久没
有回家看望母亲了。放暑假
了，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这
条路不知走了多少回，但还是
向往，因为路的那头，连着我
的亲人，连着我的家乡。

驱车出门，清新自然的空
气便扑面而来。七月的乡村，
格外美——到处都是郁郁葱
葱的生命之绿，蓝天、碧水、青
山交织在一起的画卷尽显眼
前。道路两旁的树木、田野里
一行行玉米苗，精神抖擞，就
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好一
副美妙绝伦的乡村田园画！

不一会儿就到家了，那座
土坯老房，好似一位饱经沧桑
的老人静静地伫立着。家里
的门是上锁的，从隔壁大伯口
里得知，母亲又下地了……

那块地我知道，就在河对
面的山脚下。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让河水流经此处时，划
过一个美丽的弧线，给我家留
出这么一块风水宝地。

地头的河水哗哗流着，夏
日微风轻拂，燕子呢喃。我站
在地头，母亲根本没有觉察到
我，田里的玉米苗齐刷刷的，
快半人高了，个个威武挺拔，
母亲正在锄玉米地里的杂草。

偌大的田里，只有母亲的
那一头白发，那一头雪白的白
发，在绿色的背景中格外醒
目，忽高忽低，忽隐忽现。田
野里的热风早已把母亲的白
发吹得凌乱不堪，但母亲根本
没有注意这些。母亲已是六
十多岁的人了，却终日操劳不
停。岁月无情，竟让这么好的
母亲也青丝变白发……

不经意的一个回眸，母
亲看到我，脸上绽开了花，招
呼我先回家休息，她一会儿
就回。

我嗔怪道：“人家都用除
草剂，方便又快捷……”没等
我说完，母亲就又给我上起
了课：“你不是常说要绿色
环保吗？”

回想母亲一年四季从不
得闲，把土地视为命，种庄稼，
侍弄菜园，养鸡养鸭。多年
来，都是把磨好的面、玉米糁、
种好的蔬菜给我捎到城里来，
让我享受不尽。听着母亲的
话，我心里酸酸的……

夏风轻拂，燕子呢喃，鸟
雀啁啾，玉米拔高……这一切
的美好中，更有母亲的白发，
它装点了美丽的田野，也温暖
了我的心！

田野里的白发
□曹雪柏

转
角
的
林
荫

□
李
晓
燕

我的心犹如小溪涨了水
我知道，是你的深情注满了它
我知道你就坐在我身旁
所以，我的浪花格外跳脱

你的眼眸流淌着金色的余晖
融化了我的封锁戒备
我奔流着你的跟随不停歇
漩涡是我们对视的眼泪

你把我的名字在纸上写成了河
你把我的文字嚼碎了放在心窝
你牵着我浪迹天涯不撒手
你怕我如水一般流走

你是水，渗透了我的干涸
让我的心激起浪花朵朵
你是我遇见的美
你的水漫上了我冬日的山坡

□雷文华

你是我遇见的美

雨消暑气细风凉，青袂濯缨铺水
塘。珠玑碎洒浮罗帐。平舒粉黛
妆。红尘闲卧芳香。荷姿仰，参禅
样，一派祯祥。

双调·水仙子

雨中荷叶
□董建成

荷韵 常秀珍 摄


